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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雪机常见故障诊断与排除方法

高 岩 尹志鑫 张艳敏
河北宣工机械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 张家口 075100

摘� 要：随着滑雪运动的普及和滑雪场的发展，压雪机作为滑雪场维护的重要设备，其稳定性和可靠性对于保障

雪道质量和滑雪安全至关重要。然而，压雪机在使用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各种故障。本文旨在探讨压雪机常见的故障类

型、诊断方法以及相应的排除措施，以期为滑雪场的技术人员提供实用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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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压雪机是滑雪场用于整理和维护雪道的重要设备，

其主要功能包括压实雪层、修整雪道形状以及去除雪道

上的不平整部分等。然而，由于工作环境恶劣、操作不

当或设备老化等原因，压雪机在使用过程中常会出现各

种故障。因此，对压雪机常见故障进行及时、准确的诊

断和排除显得尤为重要。

1 压雪机常见故障类型

1.1  发动机故障
作为压雪机的核心动力部件，发动机的任何故障都

会对整机运行造成显著影响。具体发动机故障可细分

为：一是启动难题：可能源于点火系统失效（如火花塞

老化、点火线圈故障）、燃油供给不畅（燃油滤清器堵

塞、油泵故障）或电池电量不足等问题。二是功率下

降：可能由空气滤清器堵塞导致进气不足、燃油喷射系

统异常（如喷油嘴堵塞、燃油压力过低）、气缸压缩不

良（气门间隙不当、活塞环磨损）等因素引起。三是过

热现象：常因冷却系统效能降低（冷却液泄漏、散热器

堵塞、水泵故障）或发动机内部机油循环不良（机油泵

故障、油道堵塞）所致。

1.2  液压系统具体问题
液压系统作为压雪机动作执行的关键，其稳定性至

关重要。常见液压系统故障细化如下：一是液压泵失

效：可能因泵内部磨损、密封件老化导致压力不足或泵

体漏油。二是液压油泄漏：多因管路接头松动、密封件

损坏或油管磨损破裂造成[1]。三是液压阀故障：包括阀芯

卡滞、阀体磨损导致的控制失灵，影响系统压力和流量

分配。

1.3  履带故障具体表现
履带作为压雪机的行走基础，其状态直接影响机器

的移动性能和作业稳定性。常见履带问题有：一是履带

松弛：可能因张紧装置调整不当或履带本身伸长导致，

影响行走稳定性和转向精度。二是磨损不均：常因履带

与地面接触面受力不均、材质老化或行走路面条件恶劣

造成。三是驱动轮/导向轮损坏：包括轮齿磨损、轴承损
坏等，影响履带运转的平稳性和效率。

1.4  压雪板故障详细分析
压雪板直接作用于雪面，其状态对雪道质量有着决

定性影响。具体故障包括：一是严重磨损：长期作业

中，压雪板边缘因摩擦而磨损，影响雪面平整度。二是

角度调整不当：压雪板角度设置不合理，会导致雪道压

实效果不均，影响滑雪体验。三是震动装置故障：震动

装置用于改善雪质，若出现故障（如电机损坏、振动臂

断裂），将直接影响雪面的紧实度和均匀性。

2 压雪机故障诊断方法

2.1  观察法
直观观察法是压雪机故障诊断中最基础且直观的方

法，它依赖于操作人员的经验和感官判断。通过观察压

雪机在工作过程中的外在表现，可以捕捉到许多故障线

索。首先，对发动机的观察应细致入微。启动时，注意

发动机启动的难易程度以及启动后的运转是否平稳。观

察排烟颜色，黑烟可能意味着燃油燃烧不充分，与喷油

嘴堵塞、空气滤清器脏污或供油过多有关；蓝烟则可能

指示机油进入燃烧室，可能与气缸磨损、活塞环损坏或

曲轴箱通风不良有关；白烟则可能由于燃油中含水、冷

却液进入燃烧室或喷油正时不当造成。其次，液压系统

的观察同样重要。检查液压油位是否在规定范围内，过

低可能意味着有泄漏；观察油质，浑浊或含有杂质可能

表明系统内部有污染或磨损。同时，注意液压泵、马达

及管路的工作状态，异常的噪音、振动或温度升高都可

能是故障的前兆。在履带系统方面，通过观察履带的张

紧度、磨损情况以及行走时的稳定性，可以初步判断履

带及其相关部件的健康状况。若履带松弛，可能是张紧

装置故障；磨损不均匀则可能与地面条件、驱动轮或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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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轮的状态有关。

2.2  仪器检测法
在压雪机的故障诊断中，精密仪器检测法依赖于各

种专业检测仪器，能够深入、精确地测量和分析压雪机

各项关键参数，从而准确锁定故障类型和位置。对于液

压系统而言，液压测试仪是诊断故障的有力工具。它能

够实时监测液压系统的压力和流量，这两个参数是判断

液压系统健康状态的关键。例如，若压力异常波动或低

于正常值，可能意味着液压泵性能下降、液压阀堵塞或

系统存在泄漏；而流量不足则可能由管路阻塞、油泵磨

损或油液粘度过高引起。通过液压测试仪的精确测量，

可以迅速定位问题所在，为后续维修提供明确方向。在

电气系统的诊断中，万用表则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它能够测量电压、电流和电阻等电气参数，帮助操作人

员判断电气元件的工作状态。例如，电压异常可能意味

着电池电量不足、发电机故障或电路中存在断路；电阻

值偏离正常范围则可能指示线路接触不良、元件老化或

损坏。利用万用表的精确测量，可以迅速排查电气系统

中的故障点，确保压雪机的电气系统稳定可靠[2]。此外，

随着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先进检测仪器被应用于压

雪机的故障诊断中。如振动分析仪可以检测机械部件的

振动情况，判断是否存在磨损、松动或不平衡等问题；

红外热像仪则可以检测压雪机各部件的温度分布，及时

发现过热现象，预防潜在故障的发生。

2.3  热力性能监测法
热力性能动态监测法核心在于利用先进的热力监测

传感器，对压雪机关键部位进行实时、连续的热力数据

采集与分析。这种方法特别适用于识别与热力异常相

关的故障，如发动机过热、液压系统油温过高等，为及

时排除隐患、保障设备稳定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持。在压

雪机的发动机部位，热力监测传感器被巧妙地安装在缸

盖、缸体或冷却液循环系统中，以实时监测发动机的工

作温度。当发动机出现过热现象时，传感器会立即捕捉

到温度异常升高的信号，并通过数据分析系统发出警

报。这有助于操作人员迅速判断是否存在燃油燃烧不充

分、冷却系统堵塞或冷却液泄漏等问题，从而及时采取

措施，防止发动机因过热而损坏。同样，在液压系统

中，油温的过高也是常见的故障之一。通过在液压泵、

油箱或液压管路中安装热力监测传感器，可以实时监测

液压油的温度变化。当油温异常升高时，数据分析系统

会立即发出预警，提示操作人员检查液压系统的工作状

态。这有助于及时发现液压泵磨损、油路堵塞或冷却装

置故障等问题，确保液压系统的稳定运行。热力性能动

态监测法的优势在于其能够实时监测压雪机的热力状

态，及时发现并预警潜在的故障，从而避免故障扩大造

成更严重的后果。

3 压雪机故障排除措施

3.1  发动机相关故障的排除
面对压雪机发动机可能出现的启动困难，首先需对

燃油系统进行全面检查。这包括确认燃油滤清器是否因

杂质积累而堵塞，必要时进行更换；检查燃油泵的工

作状态，确保其能够提供足够的燃油压力；同时，利用

专业工具检测喷油嘴的喷射情况，对于堵塞或磨损的喷

油嘴需及时清洗或更换。此外，电瓶电量的检查也至关

重要，使用万用表测量电压，若电量不足则需进行充电

或更换新电瓶。点火系统的检查同样不能忽视，应检查

火花塞的间隙和磨损情况，必要时进行更换，并确保点

火线圈和点火控制器工作正常。当发动机表现出功率不

足时，需从多个方面入手排查。首先，检查燃油供给系

统，确保油箱油量充足且燃油管路无泄漏。接着，对进

排气系统进行细致检查，清理空气滤清器，确保进气畅

通无阻；同时，检查排气系统是否存在堵塞或漏气现

象，必要时进行修复或更换。涡轮增压器的检查也尤为

重要，需确认其是否运转平稳，无异常噪音或振动，对

于损坏的涡轮增压器需及时更换。针对发动机过热问

题，首先应检查冷却系统。这包括确认冷却液液位是否

正常，若不足则需及时补充；同时，检查冷却系统管路

是否堵塞，对于堵塞的管路需进行清理[3]。风扇的工作状

态也直接影响散热效果，应检查风扇皮带是否松弛或断

裂，风扇叶片是否完好，必要时进行调整或更换。散热

器的清洁同样重要，应定期清理散热器表面的灰尘和杂

物，确保散热效率。通过这些细致的排查和相应的维修

措施，能够有效地解决压雪机发动机的相关故障，确保

设备的稳定运行。

3.2  液压系统故障的排除
在应对压雪机液压系统故障时，首先关注液压泵这

一核心部件。对于液压泵故障，需细致检查泵体及内部

零件的磨损情况，特别是泵轴、轴承和叶轮等易损部

位。利用专业工具测量磨损程度，若超出规定范围，则

应及时更换新泵或磨损部件。同时，检查泵的密封性

能，确保无漏油现象，对于老化的密封件需进行更换，

以保证液压系统的密封性。液压油泄漏是液压系统常见

的故障之一。在处理此类问题时，应全面检查液压系统

的管路接头、法兰连接处以及各类密封件。利用扭矩扳

手检查管路接头的紧固情况，对于松动的接头需及时紧

固；同时，仔细检查密封件是否完好，如发现密封件老



2025� 第7卷� 第4期·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

120

化、变形或破损，应立即更换新密封件。此外，还需检

查液压缸、阀块等部件的密封性能，确保整个液压系统

的密封性。液压阀的损坏同样会影响液压系统的正常工

作。在排查液压阀故障时，应首先检查阀门的密封性

能，确保无漏油现象。通过手动操作或利用专业工具检

测阀门的动作灵活性，对于卡滞、动作不灵活的阀门需

进行清洗或更换。同时，检查阀门的内部零件，如阀

芯、阀座等是否磨损或损坏，必要时进行更换或维修。

在维修过程中，还需注意保持阀门的清洁度，避免杂质

进入液压系统，影响阀门的正常工作。

3.3  履带相关故障的排除
在应对压雪机履带相关故障时，需根据具体情况采

取针对性的排除措施。首先，针对履带松弛的问题，应

利用履带张紧装置进行调整。具体操作时，需先松开

张紧装置上的锁紧螺母，然后通过调整螺杆来改变履带

的张紧度。在调整过程中，需确保履带张紧度适中，既

不过紧导致磨损加剧，也不过松影响行走稳定性。若张

紧装置本身损坏，如弹簧断裂或螺杆磨损，则应及时进

行维修或更换，以确保其正常发挥作用。对于履带磨损

不均匀的问题，需从驱动轮和导向轮入手进行检查。首

先，仔细观察驱动轮和导向轮的磨损情况，特别是轮齿

的磨损程度和均匀性。若发现轮齿磨损严重或不均匀，

应及时更换新轮或进行修复。同时，还需检查履带张紧

度是否合适，因为过紧或过松的履带都可能导致磨损不

均匀。根据检查结果，适时调整履带张紧度，确保履带

与驱动轮、导向轮之间的良好接触[4]。此外，若驱动轮或

导向轮出现损坏，如轮体裂纹、轮齿脱落等，会严重影

响压雪机的行走能力和稳定性。在这种情况下，应立即

停止使用压雪机，并及时更换损坏的轮子。在更换过程

中，需确保新轮与旧轮的规格和型号一致，以保证压雪

机的正常行走和压雪效果。

3.4  压雪板相关故障的排除
在压雪机的日常作业中，压雪板的状态直接关系到

雪道的质量和作业效率。针对压雪板磨损严重的问题，

必须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首先，要定期检查压雪板的

磨损情况，特别是边缘和接触面。一旦发现磨损超过规

定限度，如出现明显凹槽、变薄或裂纹，应立即更换新

的压雪板。在更换时，要确保新压雪板的规格、材质和

硬度与原装相匹配，以保证雪道的平整度和压实效果。

对于压雪板角度调整不当的问题，需要根据实际的雪质

和作业要求进行细致调整。在调整前，先了解当前雪道

的硬度、湿度以及所需达到的压实效果。然后，通过调

整压雪板与机身的夹角，来改变压雪板与雪面的接触方

式和压力分布。调整时，需使用专业工具进行精确测

量，确保角度调整准确无误。调整后，还需进行实地测

试，根据测试结果进行微调，以达到最佳的压雪效果。

压雪板的震动装置是确保雪道均匀压实的关键部件。一

旦震动装置出现故障，会直接影响压雪效果。因此，对

于震动装置故障的问题，应首先检查其安装是否牢固、

连接是否紧密。若发现安装松动或连接件损坏，应及时

进行紧固或更换。同时，还需检查震动装置内部的传动

部件和减震元件是否完好，对于磨损或损坏的部件需进

行更换或维修。

结语

压雪机作为滑雪场的重要设备，其稳定性和可靠性

对于保障雪道质量和滑雪安全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本文

的探讨，我们了解了压雪机常见的故障类型、诊断方法

以及排除措施。在实际工作中，技术人员应加强对压雪

机的维护和保养工作，及时发现并处理故障问题，以确

保压雪机的正常运行和雪道质量的稳定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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